
融汇古今 环环相扣
舞剧《白蛇》共分“梦蛇”“化蛇”两幕，以

惊蛰、谷雨、芒种、端午、中秋等节气和佳节命

名分幕场次，暗合角色命运起伏，赋予舞剧东

方自然哲学的特质。舞台上，视觉与听觉语

汇无不融汇古今，环环相扣，以“东方舞台美

学”为核心，将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转化为世界

性艺术语言。

延续首轮演出对传统故事的颠覆性解

构，导演周可、编剧罗周在舞剧《白蛇》2.0版

中引发思考——曾经困住白蛇的那座雷峰塔

是不是真的倒掉了？它有没有换成另外一种

形式的存在？在舞剧《白蛇》中，白素贞通过

一次次“斗法”在抉择中成长。最后，她拥抱

小青，如同拥抱了真我。

苏州预演场，美国辛辛那提芭蕾舞团

首席演员刘思睿、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

主要演员孙佳勇搭档出演“白素贞/妻子”与

“许仙/丈夫”，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

王念慈、苏海陆，戏外伉俪演绎“小青”与

“法海/心理医生”。之后的上海站演出，

“水月”组将与“巳意”组交替上场。辽宁芭

蕾舞团首席主演敖定雯、上海歌剧院舞剧

团首席演员谭一梅、上海歌剧院舞剧团首

席演员宋雨三位老卡司将再度合作，德国

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张

晋浩也将回归。

多元舞种 无界对话
舞蹈编排上，《白蛇》实现了跨舞种的无界

对话，以芭蕾舞的克制优雅展现“妻子/白素贞”

与“丈夫/许仙”的社会规训，以古典舞的灵动流

畅诠释“小青”与“法海/心理医生”的对抗。青

年编舞家王培先说：“我希望在舞剧2.0版本

中，能将多舞种‘食材’融合成一道佳肴，形成

独属于《白蛇》的风格特点和审美样式。”

音乐是舞剧的灵魂。上海歌剧院院长许

忠担纲以“节气”为灵感，将传统民乐与西洋

乐器、电子音效相结合，为作品注入了自然节

律。风格化的音乐烘托人物性格：心理医生

出场时，背景音乐隐含“嘀嗒嘀嗒”之声，呼应

“催眠”情节；切换到法海身份，音乐则融以佛

法音乐元素，增强观众对其身份的记忆点。

他表示：“每一次创作都是全新的启航，我们

希望通过音乐烘托人物性格，同时让观众感

受到中西音乐融合的魅力。”

舞美设计由高广健、萧丽河和丰江舟组

成的“梦之队”操刀，以“大钟”“方圆”等视觉

符号呈现空间变换和角色内心。萧丽河总结

道：“《白蛇》不断修改，在迂回曲折中前进，就

像蛇的形态，一次次蜕变。”丰江舟则表示，他

为《白蛇》做的多媒体是“收敛”风格，以契合

整体空间的审美。

此次苏州预演是舞剧《白蛇》走向国际舞

台的重要一步。上海大剧院与苏州高新文旅

集团的合作，不仅实现了剧目孵化、预演与首

演的无缝衔接，也为沪苏两地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提供了新的范例。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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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晚，音乐总监余隆联袂去年亮相

左岸音乐节的美籍韩裔小提琴家柳爱莎，在

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共同演绎布鲁赫《g小调

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开始接触这首作品大约

是7岁的时候，迄今它已成为我最常演奏且得

心应手的曲目之一。”柳爱莎分享道，“当然，长

大的过程中多了很多人生阅历，现在演绎同

一部作品与小时候的感受会完全不同。”

布鲁赫的《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德

奥浪漫主义早期音乐传统的典范之作。首次

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柳爱莎感慨：“这支146

岁的乐团充满能量。”她很注重独奏的“真诚”。

作品第一乐章中有小提琴与不同乐器的音色

对话，第二乐章浪漫的长线条旋律如歌般吟唱，

最后乐曲在充满舞蹈性的欢快气氛中结束。

柳爱莎将三个乐章当作情绪渐变的回旋，从整

体视角出发进行诠释，赋予了这部规模并不大

的作品恰到好处的情感流露与分明的层次。

柳爱莎出生在美国，之后在比利时、德国

和英国接受教育，她表示：“我去了许多地方，

经常觉得自己只是个过客，给予我文化认同

感最强的还是韩国。”韩国近年来古典音乐人

才辈出，柳爱莎将此归功于顶尖艺术家的榜

样，她说：“我是在与前辈交流和被欣赏中顺

理成章地成为林中一木。”作为西贝柳斯国际

小提琴比赛与伊丽莎白皇后比赛最年轻的获

奖者之一，很多人眼中的光环对于她本人来

说不过是遥远的记忆。现在她在英国皇家音

乐学院任教，也是Z.E.N.三重奏的成员，演出

曲目囊括了现代新作与经典传统。

柳爱莎与余隆相识于摩纳哥。2024年9

月，两人在伦敦卡多根音乐厅，英国皇家爱乐

乐团的乐季开幕音乐会上一同献演伯恩斯坦

所作的《小夜曲》，也一起录了专辑。她说：

“在如何处理音乐方面，他总是能够给予我指

引。”演出下半场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交响

曲》是作曲家第一部交响曲惨遭失败后十年

磨一剑的“翻身之作”，首演后大获成功，时至

今日也是古典乐坛演出的热门曲目。作品共

分四个乐章，架构宏大，旋律动听。整部作品

的基调明亮而有力，就像拉赫玛尼诺夫本人

通过它所经历的“涅槃重生”，酣畅行进的旋

律也足以振奋听者的心。 本报记者 朱渊

“山水有灵，新岁偕行”，米哈游旗下开

放世界冒险游戏《原神》近日在贵州贵阳开

展线下活动，包含非遗技艺体验、户外打卡

及伴手礼等内容，吸引众多玩家和传统文化

爱好者，甚至有海外《原神》玩家不远千里前

往贵州参与这场活动，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

贵州藤编与苗族蜡染是本次非遗体验活

动重点展示的非遗技艺。两位非遗代表传承

人在现场详细介绍了藤编与蜡染的历史渊

源、制作工艺和文化寓意。《原神》于今年新推

出的角色“蓝砚”也是一位藤编手工艺者。

2024年初的“海灯节”，《原神》推出了以舞狮

为灵感来源创作的角色“嘉明”。在刚刚过去

的2025年“海灯节”中，“蓝砚”登场，其角色

设计融合了藤编、银饰等中国特色传统文化

元素。

在非遗体验活动现场，大多数参与者是

初次接触非遗技艺，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

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非遗工艺品。以藤编

制作为例，非遗传承人会先帮助参与者用藤

条打好底，再教导他们使用“挑一压一”的方

式进行编织。许多参与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了自己的非遗工艺品及制作体验，表示这样

的活动既有趣也很有意义。

生动有趣的非遗体验甚至吸引了海外玩

家参与。2月15日，两位来自韩国的《原神》

玩家出于对非遗的兴趣和对角色的喜爱来

到活动现场。这两位韩国玩家告诉现场工

作人员，《原神》让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和风景

产生了好奇心，这是他们的首次中国自由行，

还计划前往西江千户苗寨等地一览贵州美景

与风情。

去年12月，《原神》宣布与贵州达成合

作，来自璃月的角色“魈”与“蓝砚”分别担任

“多彩觅风使”“贵州探趣官”，带领玩家一览

贵州的多彩风景和丰富文化。

在《原神》发布的“山水相逢”系列海报

中，“魈”和“蓝砚”仿佛走入贵州的山川与村

寨，巧妙融合虚拟角色与实景的视觉效果引

发玩家热议。“山水相逢”及合作主题海报还

展示在包括北京、上海、贵阳等七座城市的户

外大屏上，吸引不少玩家前往打卡并分享至

社交平台。 本报记者 朱光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贝

聿铭：人生如建筑”特展4月19日

到7月20日将在PSA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展出。这场展览经过7

年时间的筹备，是建筑大师贝聿

铭的首个全面回顾展。

作为贝聿铭先生重要的人生

一站，上海首度展出贝聿铭的手

稿、信件及未实现项目的设计图，

揭示了他不为人知的创作过程，

并通过多媒体技术还原贝聿铭的

建筑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

建筑之美。

作为20世纪和21世纪最具

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华人建筑

师贝聿铭的建筑作品遍布全球，

横跨辽阔地域，包括华盛顿国家

美术馆东馆、巴黎大卢浮宫现代

化改造、香港中银大厦、苏州博物

馆、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

这次展览将回顾贝聿铭的传奇人

生，并探讨其如何将人生经历与

哲学思想融入建筑创作中。

按照规划，展览分为6个主

题，近距离探索贝聿铭的生活和

工作，也是对贝先生建筑人生的

全面回顾与深度解析。展品将充

分展示贝聿铭独特的建筑手法，

更将其作品与社会、文化及其人

生轨迹交相对照，显示建筑和生

活之密不可分。值得一提的是，

贝聿铭“废稿”（未落地作品）也会

在上海展出，可见再杰出的建筑

大师在与客户的博弈中也会面临

很多难题和挑战。

贝聿铭之子、贝氏建筑事务

所董事长及创始人贝礼中表示，

“这个全面回顾展首次向公众展

示我父亲丰硕且影响深远的事业

生涯，阐明造就他成为不同凡响的建筑师和

世界公民背后的跨文化影响及独特历史背

景。”此前香港M+博物馆的展览已于1月结

束，收获上佳口碑。上海展览后，该展计划于

今年11月至2026年2月在卡塔尔多哈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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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白蛇》“蜕变”焕新
周五将在上海大剧院首演

由国际芭蕾舞艺术
家谭元元担任艺术总监
的舞剧《白蛇》经过两年
的精心打磨后，前天在苏州狮山大剧院开启预演。谭元
元表示：“如果说19岁演《天鹅湖》，23岁演《吉赛尔》，35
岁演《小美人鱼》是我舞蹈生涯的三个重要节点，那么
《白蛇》就是第四个。这是一段不断进化、创意闪耀的旅
程，让我们都遇见了更加理想状态的自我。”
作为上海大剧院“东方舞台美学”系列的创新之

作，《白蛇》2.0版在保
留原有架构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传统与现

代的融合，为其走向国际舞台做好准备。上海大剧
院总经理张笑丁透露：“2月28日至3月2日，舞剧
《白蛇》将在上海大剧院首演，并计划于7月在美国
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大卫 ·寇克剧院举行海外首演，
让世界看到东方舞台美学意境和融合传统与现代的
中国故事。”

火起来传统文化让

余隆携手柳爱莎

《原神》带火贵州苗寨，韩国玩家也来了

二次元文旅赢麻了

演绎德奥经典


